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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5月21日6时20分，首班公交车
从城东区路家庄村站点缓缓驶出。村民们自发放响鞭
炮热烈迎接——林家崖街道辖区路家庄村公交站点正
式通车。一辆辆承载着民生期盼的“幸福公交”沿道路
平稳行驶，让便捷出行的“暖心路”在村民脚下延伸，标
志着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被彻底打通。

2022年3月，自路家庄村二期新村村民陆续入住以
来，学生上学路远、老人出行不便等现实难题日益凸显。

“出行难”成为村民心头的民生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进
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林家崖街道党工委与西宁市公
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次对接。在历时一年多的协调推
进中，面对线路规划、站台选址等重重困难，街道党工委始
终坚定信心，召开20余次现场办公会，多次进行沟通协
商，建立“党建+公交”联动机制全力推进公交线路站点开
通工作，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服务质效。

“以往去早市买菜，得走好远，如今公交几分钟一
班，出行太方便了，坐车上心里暖烘烘的，这可算完成我
们村民多年来的心愿，多亏了办事处的不懈努力。”村民
王大妈满心欢喜地说。五一学校的学生也称赞：“现在
公交直达学校门口，每天上学少走两公里呢！”

在当代社会，“回乡种田”已不再是
老一辈人眼中“没出息”的代名词，而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选择的新生活
方式和职业赛道。

在北京拿着高薪的“90后”青海姑
娘陈怡君，做了个大胆决定——辞职返
乡养黑凤鸡！如今，她的养殖场成了全
市唯一一家黑凤鸡“大本营”。

黑凤鸡，又称“黑羽乌骨鸡”，是我
国珍稀的药食兼用型禽类，因羽毛乌黑
发亮、骨骼乌黑得名，有“中国黑宝”之
称。产蛋富含硒元素，肉质紧实无激
素，从老人到幼儿都能放心吃。而她的
返乡故事，远不止“养鸡”这么简单：翻
新鸡舍带起标准化养殖，吸纳周边村舍
薄弱劳动力，用“土货”敲开城市餐桌，
更把青海的生态与温情装进一枚枚绿
壳鸡蛋里。当墨色羽毛的黑凤鸡在山
林间踱步，它们踏出的，是乡村产业的
新图景，也是一位青年用热爱反哺家乡

的滚烫初心。

回乡种田：让梦想照进现实

占地 27 亩（1 亩≈0.06667 公顷），
逐次投入 400 余万元，养殖基地内有
直播间、直营店，孵化育雏区、生态养
殖区、集中养殖区等。从北京央企设
计院辞职返乡后，陈怡君做的第一件
事，便是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看
着父母鬓角的白发，我突然意识到，
有些梦想不能再等了”。她翻新鸡
舍、引进纯种黑凤鸡苗、建立标准化
养殖流程，让原本零散的养殖场逐渐
踏上正规化轨道。如今，此起彼伏的
鸡鸣声中，承载的不仅是父母的青春
遗憾，更是新一代新农人对乡村产业
的重构与期许。

反哺家乡：让乡土留住希望

陈怡君的养殖场优先雇佣周边村

子的薄弱劳动力，从喂鸡、捡蛋到包装
运输，为 17 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岗位。
她还免费向农户传授黑凤鸡养殖技
术，以“公司+农户+养殖基地”的形式
向周边村社、乡镇乃至全区辐射，推广
科学养殖技术逐步扶持建立养殖示范
户，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带动周边经济
发展。

“我们的黑凤鸡是高原生态养殖，
产的蛋富含硒元素，这么好的产品不该
困在大山里！”通过电商平台与城市生
鲜直供体系，她让老乡们的“土货”卖出
了“金价”，更让沉寂的乡村焕发出“造
血”活力。她的养殖场拒绝使用任何激
素与抗生素，黑凤鸡在山林间自由啄食
虫草、谷物，生长周期比普通肉鸡长 3
倍以上。一枚枚绿壳鸡蛋被细心包装
成“妈妈的放心蛋”，送往城市家庭的餐
桌。

青年使命：让青海走向全国

作为从青海走出去又走回来的年
轻人，陈怡君的目光始终望向更广阔
的天地。她在养殖场旁开辟了体验
区，将黑凤鸡深加工产品与西堡镇牛
奶、酸奶等特产一同陈列；她带着黑凤
鸡蛋亮相各大农展会，用“富硒蛋”的
金字招牌吸引客商；她在抖音开设账
号，直播山林散养场景，让网友隔着屏
幕感受湟中的蓝天白云。“很多人以为
青海只有草原和牦牛，其实我们的农
畜产品天然、纯净，值得被更多人看
见。”镜头里，她身后的黑凤鸡正踱步
啄食，那是她心中最引以为傲的“湟中
名片”。

从都市白领到山沟“鸡司令”，陈
怡君的身份转变背后，是新一代青年
对乡村的深情守望。她说，黑凤鸡的
羽毛是黑色的，但黑凤鸡带动的产
业、传递的希望，像金子一样闪闪发
光。

（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晴空）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公示了2025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湟源马牙蚕豆”农产品入选。截至目前，湟源县已有2
个农产品被纳入该名录，标志着当地特色农业品牌建设
取得新突破。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
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
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
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严格审
核，符合标准后予以公告并核发证书的优质农产品。入
选名录的农产品不仅代表品质的权威认证，更能提升品
牌影响力，促进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湟源马牙蚕豆”是湟源县特色农家品种，具有籽粒
饱满、适口性好等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此次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仅是对其品质的认可，更将
为湟源县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将进一步增强“湟
源马牙蚕豆”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附加值，助力拓宽
销售渠道。同时，该认证有助于推动湟源县蚕豆产业向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推进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建
设，助力新业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灵活就业经济提质增
效，5月22日，城北区网约车司机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开
班，这是继3月份首期培训后又一次集中“充电”，两期培
训共组织100名网约车司机参加。

培训聚焦网约车司机技能提档升级，通过强化以学
赋能提质，进一步增强新业态从业者就业稳定性和就业
竞争力，为北区新业态人才培育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据城北区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培训
紧扣网约车行业服务标准与技能要求，以“理论授课+实
践操作”模式为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就业群体“蓄力赋
能”。培训围绕服务技能、安全驾驶、平台规则、职业素
养、心理健康五个方面开展系统性教学，着力强化从业
人员专业化能力，切实推动新业态产业实现“数量增长”
向“质量升级”的转变。学员李师傅说：“这次培训课程
设置丰富多样，对司机的技能和心理都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会珍惜机会，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自身服务水平，
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今年以来，城北区立足新业态对就业扩容提质的带
动作用，充分发挥活力YOUNG谷资源整合及零工市场
供需对接功能，打造“行业指导+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一
体化公共服务体系，以充实人才储备量为举措，推进新
业态产业创新加速，达到岗位扩容目标，进一步释放新
业态对吸纳就业、促进增收的乘数效应，为全区灵活就
业经济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

本报讯（记者 悠然）每一起欠薪纠
纷的化解，都是劳动监察部门践行“有
诉必应”承诺的生动体现。近日，城中
区城管局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成功处置
一起涉及 257 名农民工的集体欠薪案
件，以雷霆之势为劳动者追回薪资
380.16万元，展现了劳动监察维护公平
正义的坚定决心与高效执行力。

据了解，3 月 28 日，25 名农民工
前往城中区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投诉
某工程建设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 45
万元，希望劳动保障监察中队帮助要
回应的工资。接到欠薪线索后，劳动
保障监察中队工作人员即刻前往被
投诉工程项目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由

于该项目劳务公司被清场，工作人员
电话联系劳务分包公司、施工单位负
责人核实相关情况。经核实，该项目
劳务分包公司招用人员务工，因撤场
与施工单位存在工程款支付纠纷，致
使务工人员工资被拖欠。查明欠薪
情况后，工作人员联系劳务分包公
司、施工单位负责人沟通协调，并清
查该项目其他务工人员工资发放情
况，要求该项目自觉履行工资支付主
体责任，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在连续多日逐人核对考勤记录、工资
台账，高强度处理欠薪案件过程中，
城中区劳动保障监察中队工作人员
面对复杂的案件材料，逐字逐句核对

证据，加班加点起草法律文书。4 月
10 日对施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
察责令改正指令书》责令其在规定时
间内支付反映人工资。最终在工作
人员的努力下，核实该项目实际拖欠
包括投诉人在内的 257 名农民工劳
动报酬，5 月 16 日该项目施工单位将
257 人 380.16 万 元 工 资 全 部 支 付 完
毕。

城东区：公交车通到村民家门口了

城北区为百名网约车司机“蓄能充电”

“湟源马牙蚕豆”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城中区：接诉即办解民忧快处速办护薪安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切实加强水
资源管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青海
省水利厅严格依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建立和完善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
通知》相关要求，结合各地报送的2024
年度用水情况，于近期正式公布了2025
年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通过构建

“国家——省——市州”三级动态监管
体系，进一步夯实节水监管工作基础。

此次青海省更新公布重点监控用
水单位76个，其中国家级27个，包括工

业用水单位 24 个、服务业用水单位 3
个；省级20个，包括工业用水单位7个、
中型灌区13个；市州级29个，包括工业
用水单位20个、中型灌区9个。

省水利厅将以名录中的用水单位
为重点，持续加强节水监管，不断提升
监管效能。严格节约用水管理，加强
对辖区内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实行计划
用水管理，强化用水定额执行运用，落
实节水措施。加强用水计量监控，推
进用水在线监控，加强取用水计量统

计，提高用水计量率，并及时报送取用
水数据。推进节水型企业创建，督促
辖区内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建立节水管
理制度，积极创建节水型企业，发挥节
水示范引领作用。同时，通过加强对
重点单位的动态监管与服务指导，推
动企业技术升级与管理创新，切实提
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为青海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提供坚
实的水资源保障，助力构建人水和谐
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青海省更新公布重点监控用水单位76个


